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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

• 為修訂空氣質素指標設定基本原則

• 建議新的空氣質素指標

• 建議為達到新指標的減排措施

• 總結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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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Cap.311)授權局長，發出技術備忘錄、訂立空

氣質素指標

• 在參考美國研究結果後，於1987年訂立了七個主要空氣污染物的空氣

質素指標

• 這些指標為《空氣污染管制(指明工序)條例》的牌照審批、及《環境

影響評估條例》內指定工程項目的評估提供參考標準

• 因應世界衛生組織2006年10月公佈的空氣質素指引，於2007年6月開

展本港空氣質素指標研究

• 行政長官在2008年施政報告提及香港會按世界衛生組織關於空氣質素

的指引，採納階段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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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素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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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素指引

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素指引作為長遠目標

• 世界衛生組織指引是為所有國家建立空氣質量指標，以減少空氣污染
對公衆健康危害的最權威指引

• 世界衛生組織接受個別經濟體系／國家因應具體情況訂定空氣質素指
標：

• “各國制定的國家標準均會存有差異，因爲標準是根據當地所採用

的權衡健康風險的方法、技術可行性、經濟方面的考慮以及其他各
種政治和社會因素等來制定的。”

• “在制定政策目標時，應該在充分考慮當地的情况後，再决定是否
直接將指引作爲自己具有法律效力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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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素指引

•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以中期目標作爲里程碑以逐步實現最終空氣質素指
引：

• “有些國家的空氣污染水平遠遠超過世衛指引的建議水平，世衛因

而提議大於指引標準的中期目標，以逐步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最終
指引標準”

7



8

國際做法回顧

• 查閱美國、歐盟、英國及澳洲等國家／地區的空氣質素指標

• 未有國家／地區完全採用或承諾採用世界衛生組織的最終空氣質素
指引

• 歐盟及英國採納融合了世衛中期目標及最終空氣質素指引的空氣質
素指標，並按它們的具體情況，容許適量超標次數

‧ 美國每5年作一次定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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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空氣質素指標與世衛指引對照

--NA40不適用40--20  (IT-1: 70, IT-2: 
50, IT-3: 30)

1年

55035503550[4]15050  (IT-1: 150, IT-2: 
100, IT-3: 75)

24小時
可吸入
懸浮粒
子

不適用52----不適用80-1年

121031253125136520 (IT-1: 125, IT-2: 
50) [2]

24小時

15242435024350---1小時

--35266 [3]----50010分鐘

二氧
化硫

超標數
[1]

微克／
立方米

超標數
[1]

微克／
立方米

超標數
[1]

微克／
立方米

超標數
[1]

微克／
立方米

澳洲英國歐盟美國

世衛指引
微克／立方米

平均時間污染物

[1] 一年內容許超標次數 [2] IT 代表“中期目標”
[3] 15-分鐘平均值 [4] 3年內 3次



10

海外空氣質素指標與世衛指引對照

[1] 容許超標次數(次) [2] IT 代表 “中期目標”
[3] 98百分位數，3年平均 [4] 報告標準
[5] 以重量計年平均值，三年平均 [6] 第4高數，3年平均

------24小時

12261820018200--2001小時

二氧
化氮

1200----1小時

臭氧

不適用57不適用40不適用40不適用100401年

不適用8 [4]不適用25 不適用25不適用15 [5]10 (IT-1: 35, IT-2: 
25, IT-3: 15)

1年

不適用25 [4]----[3]3525 (IT-1: 75, IT-2: 
50, IT-3: 37.5) [2]

24小時

微細
粒子

--1010025120[6]147100 (高水平: 240, 
IT-1: 160)

8小時

1160----4小時

超標數
[1]

微克／
立方米

超標數
[1]

微克／
立方米

超標數
[1]

微克／
立方米

超標數
[1]

微克／
立方米

澳洲英國歐盟美國

世衛指引
微克／立方米

平均時間污染物



11

本地情況

• 與其他法定程序銜接 ：空氣質素指標的修改會對《空氣管制(指明工
序)規例》的指明工序（如電力工程）的容許排放上限和《環境影響評

估條例》的指定工程項目（如主要基建項目）的空氣質素評估有重大
的影響

• 外圍因素嚴重影響香港的空氣質素

• 香港科技大學發現大氣可吸入懸浮粒子年均水平大約 60%（以質量計
算）來自跨境污染；冬季更可高達 70% (Yuan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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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情況

• 塔門監測站遠離本地污染源，空氣質素如下:
污染物 平均時間 2007年的最高濃度

微克／立方米
世衛指引

微克／立方米
超標次數

二氧化硫 10分鐘 297 500 0

24小時 57 20 103

可吸入懸浮粒子
(PM10)

24小時 159 50 158

1年 53 20 超標

微細粒子
(PM2.5)

24小時 128 25 225

1年 38 10 超標

臭氧 8小時 248 100 163

二氧化氮 1小時 107 200 0

1年 15 40 0



建議新空氣質素指標的準則

‧ 堅持以保障公衆健康為原則

‧ 採取進步前瞻的方式收緊空氣質素指標

‧ 定期更新空氣質素指標的檢討機制



建議新空氣質素指標的準則

堅持保障公衆健康的原則

‧ 與《空氣污染管制條例》第7條2項一致

• 空氣質素指標＂須是局長認為為公眾利益而促進對該空氣質素管制
區內空氣的保護及最佳運用所應達致與保持的質素 ＂

• 保障公衆健康是主要的考慮，否則並不符合 ＂ 公眾利益 ＂

‧ 可考慮在《技術備忘錄》內訂明保護公衆健康為制訂新空氣質素指引
的主要原則



建議新空氣質素指標的準則

以進步前瞻的方式更新空氣質素指標

‧ 採用進步前瞻的方式，結合本地情況，以世衛指引為長遠目標，綜合
技術發展及參考國際做法，修訂空氣質素指標。



建議作出定期檢討：

‧ 以確實達到空氣質素指標

‧ 以評估進一步收緊空氣質素指標的需要和可行性

建議新空氣質素指標的準則



‧ 根據上述和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指導原則，考慮本地情況後，顧問建
議採納以融合世衛中期目標及最終指引的標準為新的空氣質素指標，
並容許少量超標次數

對新空氣質素指標的訂立準則的初步建議



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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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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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到新的空氣質素指標的控制措施

• 根據督導顧問小組的各工作分組建議，顧問把提議的控制措施根據它
們的可行性、成熟程度、應用的可能性及減排成效進行篩選及分類為
一期、二期及三期措施

• 對措施的可能減排量、成本及收益進行評估

• 建議的控制措施均屬技術可行，但能否成功落實及實施時間將取決於
業界及社會持份者的接納程度



第一期措施

排放限制及控制

1. 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比例至50%及採用減排裝置

2. 提早淘汰舊式和污染嚴重的車輛（歐盟前期，歐盟I期及歐盟II期商業

柴油車及專利巴士）

3. 加快引進符合最新歐盟標準取代歐盟III期的商業柴油車輛

4. 推廣使用混合動力車輛／電動車輛或其他性能相若的環保車輛

5. 要求本地船隻採用超低硫燃料

6. 要求本地船隻採取脫硝裝置

7. 採用電氣化的空運地勤支援設備

8. 管制非道路使用的車輛／設備的廢氣排放

9. 加強管制密封劑及黏合劑排放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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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措施

運輸管理

10. 在選定地區設立低排放區(禁止歐盟前期、歐盟I期、歐盟II期及歐盟III
期的商業車輛進入)

11. 在選定地區設立不准車輛進入區／行人專用區

12. 重整巴士路綫

基礎設施的發展及規劃

13. 擴大鐵路網絡

14. 連接主要公共交通樞紐的單車徑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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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措施

節能措施

15. 強制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

16. 推廣使用高能源效益的家用電器

17. 採用發光二極管作街道照明

18. 推廣植樹／綠化屋頂

19. 在啟德發展區設立區域供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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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措施

• 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的比例至75%及採用減排裝置

• 增加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比例

• 要求遠洋輪船使用超低硫柴油

• 要求遠洋輪船採取脫硝裝置

• 採用電動化的岸上供電系統

• 收緊空運廢氣排放標準

• 實施電子道路收費／交通擠塞收費計劃

• 削減泊車位以限制汽車使用量

• 設立區域供冷系統(現有地區的覆蓋率:35%，新發展區的覆蓋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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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措施

• 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的比例至100%

• 增加核電的比例

• 車輛通行證配額制度

• 使用氫能電池車輛

• 運送跨境貨物的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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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估算

• 成本效益分析提供了一個系統性的框架，用來比較不同控制措施的潛
在成本及效益

• 成本主要包括由整個社會承擔的附帶資金開支和營運成本

• 在個別措施實施的時候，這個估算將受到很多不確定因素及變量影
響，其中包括時間安排，實施細節，市場狀況，以及社會的反應等
。

• 在評估更換舊車輛及設備的方案時，所估算的成本是它們由於提前
退休所引致未能實現的剩餘價值，而非因更換舊車輛及設備所涉及
的全部開支。

• 收益指的是短期和長期減少的醫療成本和能源節約

26



實施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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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業界和社會的影響:

• 電費增加 : > 20% （因爲天然氣的價格比燃煤的價格貴很多且需要

增加額外燃氣設備）

• 巴士收費增加：大約15% （由於須要提前更換舊的專利巴士）

• 若珠三角地區繼續協同努力採取最有效的措施，減少電力、運輸和工
業界別的排放，按空氣質素模擬結果，採取第一期措施後，我們的空
氣質素除了有少量超標外，應能達致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標準



新空氣質素指標與海外空氣質素指標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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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空氣質素指標與海外空氣質素指標對照

[1] 容許超標次數
[2] 98百分位數，3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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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空氣質素指標與海外空氣質素指標對照

[1] 容許的超標次數
[2] 第4高數，3年平均
[3] 4小時 平均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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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和展望

• 保護公衆健康是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指標的首要原則。建議採用進步前
瞻方式，以達致世衛空氣質素指引為長遠目標

• 參考世衛及其他國家的原則或實行方法，再結合本地具體情況制定新
的空氣質素指標

• 有關建議大致上與歐盟及美國所採用的標準相若。由於香港極為受外
來排放影響，有須要訂定一套較為實際可行的懸浮粒子空氣質素指標

• 第一期措施是達致新建議空氣質素標準所必須的；當中很多方案會涉
及巨大成本及具爭議性

• 檢討的初步結果於2009年3月19日提交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轄下的

空氣質素改善小組討論。

• 於2009年3月20日舉辦公開諮詢會，以收集公衆意見

• 將結合公衆意見盡快提交建議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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